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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组合：1）低协方差资产组合：长江电力、华能水电、国投电力、川投能源、中国核电、中国广核；2）低协

方差扩散组合：上海电力、黔源电力、湖北能源、皖天然气；3）绿电组合：龙源电力、大唐新能源、中广核新

能源、中国电力；4）电力设备组合：东方电气、理工能科。 

➢ 部分推荐组合回顾（等权）：本周推荐组合（长江电力、华能水电、国投电力、川投能源、中国核电、中国广核）

下跌 3.2%，沪深 300 下跌 0.2%，同花顺全 A 上涨 1.1%，主动股基上涨 1.4%，推荐组合跑输沪深 300 3.0 个

百分点，跑输主动股基 4.6 个百分点。2024 年以来推荐组合上涨 32.86%，沪深 300 下跌 0.06%，同花顺全 A

下跌 8.44%，主动股基下跌 7.56%，推荐组合跑赢沪深 300 32.92 个百分点，跑赢主动股基 40.42 个百分点。 

➢ 公用事业：1）国务院印发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 多项规定出现实质性变化。7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提出：“十五五”时期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

排放双控制度，碳达峰后实施以总量控制为主、强度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 

➢ 从文本措辞来看，我们认为多处细节有实质性变化，需要引起注意。具体而言，文件在“推动将碳排放指标纳入

规划”条目中，明确规定“十五五”时期，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展开碳排放总量核算工作（文本理解

是不约束碳排放总量），不再将能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该条款较之前能耗双控政策有实质性变动。需要明确

的是，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耗双控，与直接进行碳排放双控并不是一个概念。无论非化石能源是否纳入计算，能

耗双控最终控制的仍然是能源消费量，单位是标准煤，是一个热值概念。一方面，不同化石能源品种，单位热值

的碳排放量不同。另一方面，二氧化碳排放源不仅仅是化石能源，还包括工业过程，典型如碳酸盐分解。 

➢ 可以看到，从大的框架来看，从“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耗双控”，与直接进行“碳排放双控”，存在实质性变化，

企业减排的形式更加灵活化、多样化。该文件未提及“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考核（如甲烷、氢氟碳化物等），

因此利好低碳高热值能源，如天然气。 

➢ 最后，文件值得期待的是提出碳达峰后，实施以总量控制为主、强度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从政策原理来

看，控制强度的目的是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更利好相对低碳的能源（如高效煤电机组、天然气等），

而非不稳定的零碳能源（如新能源、水电等），总量控制则相反，更利好零碳能源。从文件精神来看，我国在碳

达峰之前，仍然不激进控制碳排放总量，而是将更大精力放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但是从预期的角度看，我们分析

由于近年来碳市场建设持续低于预期，且此前文件对能耗双控、碳排放的控制均偏向强度控制，而非总量控制，

部分投资者认为强度控制或为我国的“永恒状态”，对新能源长期不利，此次文件明确了碳达峰后，重点将转向

总量控制，有望打消相关顾虑，为新能源更远期的发展提供确定性。 

➢ 2）2024 年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大幅提高 绿电利好密集出台。8 月 2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联合下发《关于 2024 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包括：2024 年、2025

年，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和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2024 年、2025 年电解铝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 我们分析该文件值得注意的有三点，其一是消纳责任权重空前提高。2024 年非水消纳责任权重不仅远远高于

2023 年权重，同时远远高于 2023 年提出的 2024 年非水消纳责任权重预期值。第二个需要关注的点是，首次

针对特定行业（电解铝）提出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第三个需要关注的点是，文件提出确定电解铝行业企

业清单，按其年用电量和国家下达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核算应达到的绿色电力消费量，以持有的绿证核算完成情

况，与此前生态环境部文件有根本性差别。 

➢ 从整体来看，结合此前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拟实施存量高耗能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机制（征求意见稿），

近期强制高耗能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机制密集出台，有望对绿电收益率形成一定保障。内蒙古 7 月 17 日

发文提出各盟市综合考虑本地区节能目标完成进度、项目能效水平、能耗强度水平以及存量挖潜等因素，合理确

定高耗能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但是对比之下，内蒙古政策提出实行以物理电量为基础、绿证交易

为补充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扣除政策。而此次全国性文件突破明显，真正做到了“证-电分离”交易，打破绿电

交易的物理限制，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内消纳，提升绿证价值。 

➢ 推荐港股低估值龙源电力、大唐新能源、中广核新能源、中国电力，建议关注新天绿色能源；推荐 A 股新能源运

营商三峡能源，建议关注金开新能、新天绿能、嘉泽新能。 

➢ 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改革程度不及预期，碳市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板块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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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排放双控与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文件出

台 7 月以来相关政策进入密集发布期  

1.1 国务院印发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 多项规定

出现实质性变化 

7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提出： 

“十五五”时期，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建立碳达

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制度，加强重点领域和行业碳排放核算能力，健全重点用能和碳排

放单位管理制度，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品碳足迹管

理体系和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碳达峰后，实施以总量控制为主、强度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建立碳中和目标

评价考核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各地区及重点领域、行业、企业的碳排放管控要求，健全产

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推行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推动碳排放总量稳中有降。 

从文本措辞来看，我们认为多处细节有实质性变化，需要引起注意。 

 

表 1：国务院《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要点 

要点 细节 

推动将碳排放指标纳入规划 

将碳排放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群众正常生

产生活以及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等因素，合理确定五年规划期碳排放目标，并对重点任务和

重大工程进行统筹部署。“十五五”时期，将碳排放强度降低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

束性指标，开展碳排放总量核算工作，不再将能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 

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有关行动方案 

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有关部署，研究制定碳达峰碳中和有关行动方案，

细化碳排放目标控制的工作举措、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十五五”时期，细化落实《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确保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完善碳排放双控相关法规制度 
全面清理现行法规政策中与碳排放双控要求不相适应的内容。加快修订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节能审查办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等制度，纳入碳排放双控有关要求。 

合理分解碳排放双控指标 

五年规划初期，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和功能定位、产业和能源结构等因素，

将碳排放双控指标合理分解至各省份。各省份可进一步细化分解碳排放双控指标，压实地

市及重点企业控排减排责任。 

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碳排放核算机制 

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作用，以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工业行业

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领域为重点，合理划定行业领域碳排放核算范围，依托能源和工

业统计、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核算、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数据，开展重点

行业碳排放核算。 

发挥市场机制调控作用 

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调控机制，逐步扩大行业覆盖范围，探索配额有偿分配机制，

提升报告与核查水平，推动履约企业减少碳排放。健全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逐步扩大支持领域，推动更大范围减排。加快健全完善绿证交易市场，促进绿色电力消费。 

资料来源：国务院，华源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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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文件在“推动将碳排放指标纳入规划”条目中，明确规定“十五五”时期，

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展开碳排放总量核算工作（文本理解是不约束碳排放总量），

不再将能耗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该条款较之前能耗双控政策有实质性变动。 

回顾能耗双控的历史：我国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即提出了“能耗强度”控制（单位

GDP 能源消费量），“十二五”规划中新增“能耗总量”控制。由于当时版本的“能耗”

中不区分能源类型（即是否为可再生能源），因此最初的能耗双控政策更多是考虑提升经

济体整体用能效率，与能源结构调整无关。 

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2019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

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决定对各省级行政区域设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

纳责任权重，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根据当时文件，考核内容分为两部

分，分别是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以及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考核主体也分为

两部分，一是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对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进行考核，二是国家按省

级行政区域进行监测评价，主要目的是促进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发展。 

注：能耗双控与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的另一区别在于，能耗双控覆盖所有用能方

式，包括散烧煤等，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是针对电力领域。 

在双碳战略提出后，在 2021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

控制度方案》中，我国首次提出逐步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标志着在

电力领域，能耗双控与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功能逐步并轨。在 2021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中，我国将“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措辞由“逐步”改为“加快”。 

在 2024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强绿色电

力证书与节能降碳政策衔接大力促进非化石能源消费的通知》中，明确非化石能源不纳入

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对于可再生能源和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直接交易的

绿电及绿证可以计入消纳量，帮助完成消纳责任考核。 

需要明确的是，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耗双控，与直接进行碳排放双控并不是一个概念。

无论非化石能源是否纳入计算，能耗双控最终控制的仍然是能源消费量，单位是标准煤，

是一个热值概念。一方面，不同化石能源品种，单位热值的碳排放量不同，如相同热值的

天然气碳排放量只有煤炭的约 60%，高热值煤炭的单位热值碳排放量低于低热值煤炭。另

一方面，二氧化碳排放源不仅仅是化石能源，还包括工业过程，典型如碳酸盐分解（煅烧

石灰石、含碳铁矿石冶炼、碱式碳酸铜分解等）。此次文件在核算碳排放源时，明确提出

包括“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碳排放核算”。 

可以看到，从大的框架来看，从“非化石能源不纳入能耗双控”，与直接进行“碳排

放双控”，存在实质性变化，企业减排的形式更加灵活化、多样化。该文件未提及“非二

氧化碳温室气体”考核（如甲烷、氢氟碳化物等），因此利好低碳高热值能源，如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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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政策落地来看，“碳排放”的考核范围是重点，甚至是决定性因素。根据文件

理解，“以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工业行业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领

域为重点，合理划定行业领域碳排放核算范围，依托能源和工业统计、能源活动和工业生

产过程碳排放核算、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数据，开展重点行业碳排放核算。”需要注

意的是，措辞一方面包含了除电力以外的多个碳排放大户，另一方面专门将能源活动和工

业生产过程并列，我们理解是未来有望将非能源工业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并纳入核算。 

因此，该政策更加符合“碳排放控制”的最初目的，即减少碳排放量，降低了对市场

的人为分割，让碳排放权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交易。而且，由于工业过程的碳排放相对刚

性，纳入碳市场后预计对市场交易量以及交易价格有较大促进。因此，具体纳入范围、节

奏以及免费配额覆盖率情况，将是下一步关注重点。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文件提出“五年规划初期，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

和功能定位、产业和能源结构等因素，将碳排放双控指标合理分解至各省份。各省份可进

一步细化分解碳排放双控指标，压实地市及重点企业控排减排责任”。从措辞来看，在将

双控指标分解到省时，文件使用了“将”，而将各省指标压实到具体企业，文件使用了“可”，

因此，我们理解短期内对碳排放双控的考核，或仍以省级层面考核为主，对具体企业的考

核仍需一定时间，预计需等待碳市场的进一步健全。 

最后，文件值得期待的是提出碳达峰后，实施以总量控制为主、强度控制为辅的碳排

放双控制度。从政策原理来看，控制强度的目的是调整产业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更

利好相对低碳的能源（如高效煤电机组、天然气等），而非不稳定的零碳能源（如新能源、

水电等），总量控制则相反，更利好零碳能源。从文件精神来看，我国在碳达峰之前，仍

然不激进控制碳排放总量，而是将更大精力放在产业结构调整上。 

但是从预期的角度看，我们分析由于近年来碳市场建设持续低于预期，且此前文件对

能耗双控、碳排放的控制均偏向强度控制，而非总量控制，部分投资者认为强度控制或为

我国的“永恒状态”，对新能源长期不利，此次文件明确了碳达峰后，重点将转向总量控

制，有望打消相关顾虑，为新能源更远期的发展提供确定性。 

 

1.2 2024 年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大幅提高 

绿电利好密集出台 

8 月 2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联合下发《关于 2024 年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中包括： 

1）2024 年、2025 年，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和非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2）2024 年、2025 年电解铝行业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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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该文件值得注意的有三点，其一是消纳责任权重空前提高。以市场更为关注

的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为例，国家发改委每年会公布当年的消纳责任权重以及下

一年的责任权重预期值。对比 2023 年发布的文件与今年发布的文件，2024 年非水消纳责

任权重不仅远远高于 2023 年权重，如黑龙江、河南、海南提高 7pct 以上，吉林、湖南、

甘肃提高 6pct 以上；同时远远高于 2023 年提出的 2024 年非水消纳责任权重预期值；文

件提出的 2025 年消纳责任权重预期值在 2024 年版本上进一步提高。 

此外，文件强调“严格落实西电东送和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可再生能源电量占比要求，

2024 年的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2023 年实际执行情况。冀北、蒙西、青海、甘肃等地区要切

实采取措施提升消纳能力，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新能源消纳利用处于合理水平”。 

 

表 2：2023-2025 年非水可再生能源消纳权重对比 

 
2023 年非水电消

纳责任权重 

2023 年版本的 2024 年非

水消纳责任权重预期值 

2024 年非水电消

纳责任权重 

2025 年非水电消纳

责任权重预期值 

北京 20.0% 21.7% 23.8% 25.1% 

天津 18.7% 20.4% 22.2% 23.5% 

河北 19.0% 20.7% 23.7% 25.0% 

山西 21.5% 23.2% 26.5% 27.8% 

山东 15.7% 17.4% 19.5% 20.8% 

内蒙古 22.0% 23.7% 27.0% 28.3% 

辽宁 16.0% 17.7% 21.0% 22.3% 

吉林 23.5% 25.2% 30.0% 30.0% 

黑龙江 22.7% 24.4% 30.0% 30.0% 

上海 6.0% 7.7% 8.0% 9.3% 

江苏 13.0% 14.7% 16.1% 17.4% 

浙江 11.0% 12.7% 12.3% 13.6% 

安徽 16.5% 18.2% 20.3% 21.6% 

福建 10.0% 11.7% 11.5% 12.8% 

江西 14.5% 16.2% 18.0% 19.3% 

河南 21.0% 22.7% 28.0% 29.3% 

湖北 12.5% 14.2% 17.5% 18.8% 

湖南 16.0% 17.7% 22.5% 23.8% 

重庆 6.5% 7.7% 9.0% 10.3% 

四川 8.0% 9.7% 9.5% 10.8% 

陕西 18.5% 20.2% 20.5% 21.8% 

甘肃 21.5% 23.2% 27.5% 28.8% 

青海 27.2% 28.9% 30.0% 30.0% 

宁夏 24.5% 26.2% 30.0% 30.0% 

新疆 12.8% - 13.5% 14.8% 

广东 7.5% 9.2% 9.0% 10.3% 

广西 12.5% 14.2% 16.5% 17.8% 

海南 10.5% 12.2% 17.5% 18.8% 

贵州 11.0% 12.7% 16.5%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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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17.0% 19.2% 18.1% 19.4%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华源证券研究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点是，首次针对特定行业（电解铝）提出了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

重。在 7 月 23 日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能源局

联合发布《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的通知中，文件提出“积极支持电解铝企

业扩大风电、光伏、水电、生物质能等非化石能源应用，到 2025 年底，行业可再生能源

利用比例达到 25%以上”。但是文件的措辞是“行业”，而非所有电解铝企业。 

因此按照对 7 月 23 日文件的理解，对于具体企业而言，如果全国各省均考核 25%比

例，云南、四川等水电大省电解铝企业不难完成，甚至目前实际消纳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已

经远远超过 25%，但是对于西北、华北等缺乏水电资源的区域而言，可再生能源只能依靠

不稳定的风电、光伏，25%的比例要求完成难度较大。 

但是在此次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文件中，电解铝消纳权重被分解到了具体省份，

个别省的权重极高，新能源、水电占比较低的省份压力较大。 

 

表 3：2024-2025 年电解铝行业消纳绿色电力权重 

 
2024 年电解铝行业 

绿色电力消费比例 

2025 年电解铝行业绿色 

电力消费比例预期值 

北京 25.30% 26.36% 

天津 25.20% 25.26% 

河北 25.90% 25.96% 

山西 27.80% 28.86% 

山东 21.00% 22.06% 

内蒙古 28.00% 29.06% 

辽宁 25.40% 26.46% 

吉林 38.50% 39.56% 

黑龙江 32.60% 33.66% 

上海 31.30% 32.36% 

江苏 25.20% 25.26% 

浙江 24.70% 25.76% 

安徽 24.30% 25.36% 

福建 24.40% 25.46% 

江西 32.70% 33.76% 

河南 33.60% 34.66% 

湖北 45.30% 46.36% 

湖南 46.80% 47.86% 

重庆 37.70% 38.76% 

四川 70.00% 70.00% 

陕西 26.20% 27.26% 

甘肃 51.70% 52.76% 



 

 
  

请务必仔细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第8页/ 共12页 

源引金融活水 泽润中华大地 

青海 70.00% 70.00% 

宁夏 34.30% 35.36% 

新疆 23.60% 24.66% 

广东 29.50% 30.56% 

广西 39.20% 40.26% 

海南 22.80% 23.86% 

贵州 37.00% 38.06% 

云南 70.00% 70.00%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华源证券研究 

 

第三个需要关注的点是，文件提出确定电解铝行业企业清单，按其年用电量和国家下

达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核算应达到的绿色电力消费量，以持有的绿证核算完成情况，与此

前生态环境部文件有根本性差别。 

根据生态环境部 2023 年 10 月颁布的《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非化石能源电力的企业，

对应的排放量暂按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进行计算，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部此前文件不

认可绿证的抵扣作用，导致绿证的价值大打折扣。 

 

表 4：生态环境部 2023 年 10 月《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 

要点 内容 

 核查范围 
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民航等重点行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综合能源消费量约 1 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重点企业纳入本通知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范围。 

 自发自用可扣除 

在核算企业层级净购入电量或设施层级消耗电量对应的排放量时，直供重点行业企业使用且未并入市政电

网、企业自发自用（包括并网不上网和余电上网的情况）的非化石能源电量对应的排放量按 0 计算，重点

行业企业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不承认绿电/绿证 

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非化石能源电力的企业，需单独报告该部分电力消费量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

括《绿色电力消费凭证》或直供电力的交易、结算证明，不包括绿色电力证书），对应的排放量暂按全国

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进行计算。2022 年度全国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为 0.5703t CO2/MWh，后续年度因子

通过管理平台发布。 

 完成时间 
水泥、电解铝和钢铁行业企业碳排放报告核查工作应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其他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

报告核查工作应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官网，华源证券研究 

 

但是此次文件恰恰提出，以持有的绿证核算完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的情况，从

制度上赋予了绿证在电解铝行业的价值，有望大幅提升绿证交易量与绿证价格。 

从整体来看，结合此前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拟实施存量高耗能企业可再生能源电力强

制消费机制（征求意见稿），近期强制高耗能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机制密集出台，

有望对绿电收益率形成一定保障。内蒙古 7 月 17 日发文提出各盟市综合考虑本地区节能目

标完成进度、项目能效水平、能耗强度水平以及存量挖潜等因素，合理确定高耗能企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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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但是对比之下，内蒙古政策提出实行以物理电量为基础、绿

证交易为补充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扣除政策。而此次全国性文件突破明显，真正做到了“证

-电分离”交易，打破绿电交易的物理限制，促进新能源在更大范围内消纳，提升绿证价值。 

推荐港股低估值龙源电力、大唐新能源、中广核新能源、中国电力，建议关注新天绿

色能源；推荐 A 股新能源运营商三峡能源，建议关注金开新能、新天绿能、嘉泽新能。 

 

2. 推荐组合本周表现 

涨幅回顾：本周四水两核组合（长江电力、华能水电、国投电力、川投能源、中国核

电、中国广核，等权配置）下跌 3.2%，沪深 300 下跌 0.2%，同花顺全 A 上涨 1.1%，主

动股基上涨 1.4%，组合跑输沪深 300 3.0 个百分点，跑输主动股基 4.6 个百分点。 

2024年以来四水两核组合上涨32.86%，沪深300下跌0.06%，同花顺全A下跌 8.44%，

主动股基下跌 7.56%，组合跑赢沪深 300 32.92 个百分点，跑赢主动股基 40.42 个百分点。 

 

图 1：本周推荐组合涨幅  图 2：推荐组合历史涨幅 

 

 

 

资料来源：ifind，华源证券研究  资料来源：ifind，华源证券研究 

 

3. 重点公司估值 

 

表 5：公用事业重点公司估值表（元，元/股） 

板块 代码 简称 评级 
收盘价 EPS PE 

PB（lf） 
2024/8/2 23A 24E 25E 26E 23A 24E 25E 26E 

火电转型 

600011.SH 华能国际 增持 7.54  0.35 0.62 0.74 0.81 22  12  10  9  2.12  

600027.SH 华电国际 增持 5.54  0.35 0.48 0.58 0.63 16 12 10 9 1.44  

601991.SH 大唐发电 增持 2.93  -0.02 0.16 0.21 0.26 - 18  14  11  1.90  

-3.22%

-0.19%

1.11%
1.42%

-4.00%

-3.00%

-2.00%

-1.00%

0.00%

1.00%

2.00%

推荐组合 沪深300 同花顺全A 主动股基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四水两核指数 沪深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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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HK 中国电力 买入 3.29  0.22 0.39 0.56 0.65 15 8  6 5 0.76  

0836.HK 华润电力 买入 21.40  2.29 2.96 3.34 3.80 10  7  6  6  1.21  

600795.SH 国电电力 增持 5.56  0.31 0.42 0.45 0.54 18 13  12 10 2.00  

000883.SZ 湖北能源 买入 5.03  0.27 0.48 0.53 0.59 19  10  9  9  0.99  

600863.SH 内蒙华电 买入 4.22  0.29 0.38 0.43 0.46 15 11  10 9 1.83  

000539.SZ 粤电力 A  4.63  0.19 0.32 0.44 0.56 24  14  10  8  1.11  

000543.SZ 皖能电力 买入 8.80  0.63 0.83 1.04 1.11 14 11  8 8 1.45  

600483.SH 福能股份 买入 10.59  1.03 1.08 1.14 1.25 10  10  9  8  1.27  

600021.SH 上海电力 买入 9.22  0.50 0.77 0.91 1.09 19 12  10 8 1.42  

600578.SH 京能电力  3.30  0.11 0.18 0.22 0.25 30  18  15  13  1.06  

600098.SH 广州发展  6.13  0.47 0.63 0.69 0.77 13 10  9 8 0.86  

000690.SZ 宝新能源  4.63  0.41 0.43 0.59 0.69 11  11  8  7  0.86  

600642.SH 申能股份 买入 8.18  0.71 0.88 0.97 1.02 12 9  8 8 1.22  

600023.SH 浙能电力   6.52  0.49 0.61 0.66 0.71 13 11  10 9 1.32  

新能源 

0916.HK 龙源电力 买入 6.17  0.74 0.81 0.89 0.97 8 8 7 6 0.73  

1798.HK 大唐新能源 买入 1.81  0.31 0.34 0.37 0.41 6  5  5  4  0.70  

1811.HK 中广核新能源 买入 2.05  0.44 0.45 0.48 0.50 5 5 4 4 0.80  

600905.SH 三峡能源 增持 4.82  0.25 0.26 0.28 0.31 19  19  17  16  1.62  

600163.SH 中闽能源 买入 5.29  0.36 0.36 0.37 0.40 15 15 14 13 1.58  

601619.SH 嘉泽新能 买入 3.02  0.33 0.41 0.48 0.57 9  7  6  5  1.15  

601778.SH 晶科科技  2.46  0.11 0.22 0.27 0.30 22 11 9 8 0.59  

000862.SZ 银星能源 增持 4.33  0.20 0.27 0.34 0.42 21  16  13  10  0.95  

600310.SH 广西能源 增持 4.05  0.00 0.13 0.27 0.43 - 31 15 9 2.06  

核电 
601985.SH 中国核电 买入 10.96  0.55 0.59 0.64 0.68 20  19  17  16  2.32  

003816.SZ 中国广核 买入 4.72  0.21 0.24 0.25 0.26 22 20 19 18 2.12  

水电 

600900.SH 长江电力 买入 30.24  1.11 1.39 1.46 1.53 27  22  21  20  3.99  

600025.SH 华能水电 买入 11.60  0.40 0.47 0.51 0.53 29 25 23 22 4.01  

600886.SH 国投电力 买入 17.18  0.88 1.01 1.14 1.22 20  17  15  14  2.31  

600674.SH 川投能源 买入 19.08  0.99 1.05 1.11 1.15 19 18 17 17 2.39  

600236.SH 桂冠电力 买入 6.92  0.14 0.36 0.38 0.39 48  19  18  18  3.57  

002039.SZ 黔源电力 买入 16.76  0.62 1.17 1.26 1.31 27 14 13 13 1.91  

综合能源

服务 

003035.SZ 南网能源   4.22  0.08 0.13 0.18 0.22 53 32  23  19  2.35  

600116.SH 三峡水利  7.00  0.27 0.36 0.42 0.49 26 19 17 14 1.23  

600509.SH 天富能源 买入 4.96  0.34 0.39 0.48 0.60 15 13 10 8 0.93  

燃气 

601139.SH 深圳燃气 买入 6.83  0.50 0.53 0.57 0.63 14 13 12 11 1.39  

603393.SH 新天然气  35.30  2.47 3.67 4.28 4.86 14  10  8  7  2.06  

2688.HK 新奥能源  46.59  6.05 6.28  6.87  7.49  8 7 7 6 1.23  

603689.SH 皖天然气 买入 8.97  0.72 0.77 0.91 1.05 12 12 10 9 1.47  

1193.HK 华润燃气   26.20  2.30 2.44  2.68  2.95  13 12 11 10 1.49  

环保 
0257.HK 光大环境 买入 3.62  0.72 0.67 0.70 0.73 6 5 5 5 0.46  

600461.SH 洪城环境   12.08  0.99 0.96 1.04 1.12 12  13  12  11  1.83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注：（1）华润电力、华润燃气、光大环境采用港币，其他公司采用人民币。人民币/港币汇率取值为 1.1；（2）

所有有评级的公司，盈利预测为华源证券研究预测值，没有评级的公司盈利预测为 wind机构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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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电力设备重点公司估值表（元，元/股） 

板块 代码 简称 评级 
收盘价 EPS PE 

PB（lf） 
2024/8/2 23A 24E 25E 26E 23A 24E 25E 26E 

电力信息化 

600131.SH 国网信通  17.10  0.69 0.85 0.97 1.11 25  20  18  15  3.24  

300286.SZ 安科瑞  18.25  0.95 1.21 1.58 2.00 19 15 12 9 3.04  

000682.SZ 东方电子  11.06  0.40 0.52 0.64 0.77 27  21  17  14  3.24  

002322.SZ 理工能科 买入 14.23  0.65 0.92 1.13 1.37 22 15 13 10 1.87  

300682.SZ 朗新集团  8.37  0.56 0.64 0.75 0.89 15  13  11  9  1.25  

301162.SZ 国能日新   37.01  0.85 1.15 1.52 1.90 44 32 24 19 3.44  

发电设备 
600875.SH 东方电气 买入 15.77  1.14 1.34 1.60 1.83 14  12  10  9  1.34  

002438.SZ 江苏神通   11.34  0.53 0.66 0.82 0.97 21 17 14 12 1.75  

电网设备 

000400.SZ 许继电气 买入 30.00  1.00 1.16 1.55 1.72 30  26  19  17  2.87  

600406.SH 国电南瑞  23.67  0.90 1.00 1.14 1.31 26 24 21 18 4.39  

002028.SZ 思源电气  64.72  2.02 2.65 3.30 4.01 32  24  20  16  4.54  

600312.SH 平高电气  20.01  0.60 0.86 1.07 1.28 33 23 19 16 2.72  

600089.SH 特变电工  13.37  2.39 1.71 1.92 2.13 6  8  7  6  1.10  

601179.SH 中国西电  7.09  0.17 0.24 0.33 0.42 41 29 21 17 1.69  

002270.SZ 华明装备   19.52  0.61 0.74 0.91 1.09 32 26 21 18 5.53  

配用电设备 

688676.SH 金盘科技   38.47  1.18 1.70 2.37 3.05 33 23 16 13 4.38  

688190.SH 云路股份 买入 64.73  2.77 2.96 3.40 4.41 23  22  19  15  3.44  

301291.SZ 明阳电气  31.35  1.82 2.08 2.73 3.38 17  15  11  9  2.39  

300001.SZ 特锐德  19.58  0.48 0.66 0.92 1.23 41 29 21 16 3.19  

603556.SH 海兴电力   40.72  2.02 2.46 3.00 3.62 20 17 14 11 3.15  

输电设备 
603606.SH 东方电缆   49.79  1.45 1.94 2.72 3.24 34 26 18 15 5.73  

002276.SZ 万马股份   6.68  0.55 0.70 0.88 1.11 12 10 8 6 1.27  

氢能及储能 

688248.SH 南网科技   26.26  0.50 0.77 1.08 1.43 53 34 24 18 5.41  

600475.SH 华光环能 买入 8.70  0.79 0.90 1.01 1.08 11  10  9  8  1.00  

601226.SH 华电重工  4.82  0.08 0.24 0.31 0.38 57 20 16 13 1.38  

601222.SH 林洋能源   6.18  0.51 0.58 0.68 0.77 12  11  9  8  0.84  

资料来源：wind，华源证券研究。注：所有有评级的公司，盈利预测为华源证券研究预测值，没有评级的公司盈利预测为 wind 机构一致预期 

 

风险提示：电力市场化改革程度不及预期，碳市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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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报告表述的所有观

点均准确反映了本人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本人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方法，使用合法合规的信息，独

立、客观的出具此报告，本人所得报酬的任何部分不曾与、不与，也不将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投资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一般声明  

本报告是机密文件，仅供华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签约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

其为本公司客户。本报告是基于已公开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

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人作出邀请。客户应对本报告中

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殊需求，必要时就法律、商业、财务、税收等方面咨

询专家的意见。对依据或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

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属于非公开资料。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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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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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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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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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Outper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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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持 (Underperform)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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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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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 

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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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采用的基准指数 ：沪深 300 指数  

 

mailto:liruixue@huayuanstock.com
mailto:wangziqiao@huayuanstock.com
mailto:yangyang@huayuanstock.com

